
二上看雪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二上看雪教学反思篇一

《躺在波浪上看书》一文是一篇充满了趣味的游记散文，既
有科学性的描述，也有许多优美的描写。我觉得要让这样类
型的课文上出语文味，就必须让学生在课内多进行语言文字
的训练，多进行语言文字的实践活动。在本课的教学中，引
入课文后，让学生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文章的内容结构，并
确定下课文重点。然后，便引导学生直奔重点，充分发挥学
生在阅读中的主体性以及独立性，品读课文，深入学习，解
决作者“为何说躺在死海的波浪上读书是一件难得的快事”
这一教学重点、难点。

根据新课标的'精神“充分的给时间让孩子自己去探究，让孩
子有充分的机会“我口表我意”在实践中发现，在互助中研
究，合作中探索，充分地肯定孩子在阅读中的主体性以及独
立性”，在本课教学中，我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即学生最感
兴趣的问题“人为什么能躺在波浪上看书”，让学生进行合
作学习，在探究中寻找谜底。引导学生在“死海”中“畅
游”，让学生在“畅游”的过程中了解死海，体验乐趣。顿
时课堂上活跃了，学生被激发出来的好奇心、兴趣、热情等
情感因素成为求知的动力。在交流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对这部
分课文有了充分的理解，对死海的知识有了一定的掌握。充
分的时间给予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在互助中研究，在
合作中探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学生学得是
多么有兴趣，多么快乐。



这一课的教学，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能动性充分地发挥，教
学效果不错。

二上看雪教学反思篇二

《我躺在波浪上读书》是一篇饶有趣味的游记散文，其中既
有许多科学性描述，也不乏优美的描写。这样的老课文如何
上出新意，体现二期课改的精神，现在谈几点体会：

一、注重学生对文本的感悟。

《我躺在波浪上读书》是篇科学性加强的文章，如果重点讲
解死海的浮力，那未免有点像自然课。因此我还是把重点放
在对课文中一些语句优美的句子的理解与朗读上。在设计上，
我让学生找出描写死海以及它神奇的句子，让学生通过不同
形式的朗读来体会死海的沈默及所带来的快乐。

二、媒体有效的为课堂服务。

死海是神奇的，它所带来的快乐是光读课文所无法体会的，
因此，我找来了死海的观光片，看着画面，想着课文所描写
的内容，这样的体会更深刻，对课文的理解也就更透彻。

三、小实验激发学习兴趣。

学生通过对课文的学习知道死海的含盐量大，但不一定能够
理解含盐量大，浮力大的道理。我做了一个鸡蛋浮起来的实
验，通过鸡蛋的沉与浮，学生对这个知识有了更为直观的理
解。当然具体内容还有待将来解决。

四、对时间的掌控不够。

由于看错下课的时间，总感到时间过于充足没，因此，在学
生自学讨论的这一环节，时间放得太多，以至于事先准备好



的课文的结尾以及世界趣闻的介绍没有落实，颇为遗憾。

二上看雪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内容：

鄂教版三年级语文下册第九课《躺在波浪上看书》。

教学目标：

1、学会10个字，认识8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知道死海吸引游人的
地方。

3、引导学生查找死海的有关资料，帮助学生加深对死海的了
解，培养学生查找收集的能力。

教学重点：

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知道死海的特点以及给游人们所
带来的欢乐。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收集有关死海的资料，结合语言文字和插图，体会
作者的感受及死海的神奇。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略

一、激趣导入

师：在上节课里，我们知道作者曾躺在起伏荡漾的波浪上，



从容地读一本杂志。你们想看这幅画面吗？（cai出示图）

师：在哪儿有这种奇迹发生？

（生作答后师板书：死海）

师：听到死海这个名字，你有什么想法？

（生作答后师梳理学生提出的问题。）

二、品读感悟

（学习第3---9自然段）

（一）学生自由朗读3---9自然段，将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用笔
画下来多读几遍。

（二）交流汇报

1、名字来历

（1）师：谁愿意将你感兴趣的地方读出来与大家分享。

（2）指名学生读第3自然段并说出理由。

（3）欣赏死海风光，教师配乐朗诵“来到死海岸边……正是
这些结晶体反射出来的。

（4）cai出示句子“来到死海岸边，只见海水轻轻涌动，泛出
一种奇特的光晕，五颜六色，像彩虹似的。

（5）指名学生朗读。师点评时：抓住“轻轻涌动”“像彩虹
似的”

（6）全班齐读。



（7）在第3自然段中，你对哪里还感兴趣？

（8）指名学生读。cai出示句子“死海其实是个内陆湖，水中
含盐量特别高，竟高于一般海水的九倍！任何生物都不能在
这样的水中生存，‘死海’因此得名。师在点评时：抓
住“九倍”“任何”。再次指名学生朗读。

（9）指名学生读第4自然段并说出感兴趣的理由。

（10）小结：死海真有这么神奇吗？

2、实验

有一杯清水，一个生鸡蛋，往水中加盐，观察鸡蛋有什么变
化？从而证明：水中含盐量越高，浮力越大。

3、感受

（提示：学生在读中体会感受）

a、“温润的水把我整个身体托浮起来，像托浮着一片树叶。”

b、“细浪在我耳畔絮语，微风拂面而过，明晃晃的阳光从蓝得
透明的晴空洒下来……我儿乎想在这温润的、摇晃的‘床’
上睡一觉了！”

（1）体会a句时，抓住“托浮”说明浮力大，“像托浮着一
片树叶”作者采用既比喻又拟人的写作手法。

（2）指学生朗读、齐读。

（3）体会b句时，采用老师引读，学生边想象边朗读。

（4）再次指名朗读、师生配合朗读。



（5）假若是你，躺在这温润的死海上，你会听到……感觉
到……看到……

（6）全班齐读第6自然段。

（7）指名学生朗读第8自然段。

（8）如果你在淡水里游泳时被水呛了，你会是什么感受？

（9）全班齐读第9自然段。

三、小结及拓展

1、师：我有跟随作者游玩了死海，现在知道死海吸引游人的
地方在哪里？

2、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1）小组讨论。

（2）点学生说。

四、板书设计

9、躺在波浪上看书

／轻轻涌动像彩虹＼

（死海）奇乐

＼含盐量高浮力大／

[《躺在波浪上看书》教学设计(鄂教版三年级下册)]



二上看雪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会读会写生字9个，认识3个。

2、重点理解词语五个：号称，变换，光晕，絮语，苦涩。读
句子理解“蹦跳”、“沉默”、“絮语”在句中的意思，体
会拟人手法在表达上的作用。

3、继续学习选用适当的方法，在所给答案中确定课文重点，
并且说出理由。

4、朗读课文，详细复述“我躺在波浪上读书，拍照”的有关
内容。

5、阅读课文，了解“死海”名称的来历，知道人能躺在死海
上看书的原因，体会作者在死海里游泳的快乐。

6、在课外书刊中找出一则世界趣闻，互做交流。

教学重点、难点：

1、确定本课的重点内容是什么？

2、理解“为什么‘我’感到能在‘死海’里游泳，是一件难
得的快事”。

教学准备：

搜集有关死海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师述：今天我们学习第九课，躺在波浪上看书。

2、学生质疑：人怎么能躺在波浪上看书呢？这是什么地方？

3、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其中的秘密。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检查学生课前预习。

1、自读课文，认读生字新词。

2、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从容、奇特、变幻、温润、
平衡、絮语、强劲、浮力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还有什
么不懂的问题。

三、学习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1、自由朗读课文，想想：“我”游览死海有哪些收获？

2、找出有关的句子读一读。

3、全班交流讨论：

（1）景色色美丽奇异。

海水轻轻涌动，泛出一种奇特的光晕，五颜六色，像彩虹似
的。

（2）死海名字的来历。

死海其实是个内陆湖，水中含盐量特别高，竟高于一般海水
的九倍！任何生物都不能在这样的水中生存，“死海”因此



得名。

（3）人躺在波浪上看书的缘由。

水中含盐量特别高。

（4）死海所创造的奇迹。

温润的水把我整个身体托浮起来，像托浮着一片树叶。

细浪在我耳畔絮语，微风拂面而过，明晃晃的阳光从蓝得透
明得晴空洒下来。

不料，收腿时却遇到了强劲的浮力，收不回来，身体一歪，
一股苦涩的咸水立刻涌入口中，眼睛也涩得生疼。

4、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说：“死海”吸引游人的地方
在哪里？

5、教师小结。

四、课堂小结，书写生字。

1、教师小结。

2、指导书写生字。

（1）指名认读生字。

（2）交流，说说怎么记住这些字。

（3）重点指导书写“”字。

（4）学生书写。



[《躺在波浪上看书》教学设计(鄂教版三年级下册)]

二上看雪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阅读课文，懂得死海创造的奇迹——能躺在波浪上读书的
原因，体会作者在死海里游泳的快乐。

2、继续学习确定课文重点的方法，会选用恰当的方法给本文
确定重点。

3、能复述“我”躺在波浪上读书、拍照的有关内容。

4、收集并交流一则世界趣闻。

教学重点：

1、读课文，懂得死海创造的奇迹——能躺在波浪上读书的原
因，体会作者在死海里游泳的快乐。

2、继续学习确定课文重点的方法，会选用恰当的方法给本文
确定重点。

教学难点：

通过阅读课文中相关的语句来感悟作者躺在死海的波浪上读
书的舒服自在。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上节课，我们跟随作者来到亚洲西部的(约旦王国)，去游览
那儿(的死海)从安曼去死海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但却



要(下降1300米)。因为安曼是一座平均海拔(近千米的山城)，
而死海则低于海平面(394米)，是世界陆地最低的地方，号
称(“世界的肚脐”)。作者在这里遇到了难以置信的事情：
直接躺在起伏荡漾的波浪上从容地读书，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循着作者的笔触走进海滨浴场。

二、学习5—7小节

1、自由轻声读5-7节出示：

(1)漫步在死海的海边，我们看到什么?

(2)死海的特点是什么?

2、交流

(1)媒体出示：只见辽阔的海面上细波如鳞，那灰色的海水远
接苍茫的天际。水面上没有帆影，没有海鸥，也没有一只其
它的水鸟。所以称它为(沉默的海)

(2)说话练习：用“没有??没有??也没有??”说一句话。

(3)出示：水中含盐量特别高，达33%，竟高于一般海水的九
倍!任何生物都不能在这样的水中生存。

(4)用关联词把两句话连起来。

3、引读：正因为水中含盐量高，死海才能创造一种奇
迹：(人躺在水面上可以读书、喝咖啡，而不会沉下去。)

4、过渡：听了主人的介绍，大家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起来，
都想下水试一试。我第一个跳下水去。奇迹果然出现了，这
多么令人惊叹啊，课文9-12节对作者的体验做了描述。

三、学习9-12节



1、默读9-12节，思考：哪句话最直接表达作者下到死海后的
感受?

(1)媒体出示：我只要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就像躺在床上那样
舒服自在。

(2)指导朗读

2、再读9-12节，看看哪句话具体写出了这种舒服自在的感
觉?

(1)媒体出示：细浪在我的耳畔絮语，微风拂面而过，明晃晃
的阳光从蓝得透明的晴空洒下来??我几乎想在这温润的、摇
晃的“床”上睡一觉了!

(2)哪个词用得好?为什么?

(3)配浪声，听老师读，学生闭眼感受。

(4)指名有感情地朗读。

4、复述8-11节我迫不及待地下水，奇迹果然出现了，我像一
片树叶一样被温润的水托浮起来，我躺在波浪上读书，并拍
下了一张值得永久保存的照片。请根据提示详细复述我躺在
水面上读书、拍照的过程。

媒体出示：下水——奇迹果然出现——读书、拍照

(1)自己准备，同桌讨论

(2)全班交流

四、确定重点感悟乐趣

1、复习确定重点的方法。



2、确定课文的重点，说说用什么方法确定的。

3、人能躺在水面上读书，只有在死海这儿才能体验的到，难
怪作者最后发出感慨(能在死海里游泳，确是一件难得的快
事!)

五、课外延伸交流趣闻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样的趣闻又何止一件，老师让大家
收集了趣闻，谁来交流一下。

板书：我躺在波浪上读书沉默含盐量高浮力大奇迹


